
农村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匮乏，优秀教师留不住，这些都是常年困
扰农村学校发展的因素。如今，互联网技术打破时空限制，让农村的
孩子也能“走进”名师课堂，城乡教师有了同步网络研修的机会。

我市在“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工作上先行一
步。截至今年 5月底，162所学校顺利结对，结对协议签订数
100%，开展同步课堂教学171次，参与师生计9550人次。互联
网+教育新模式在我市偏远地区已成为新常态，为教育资源薄弱
的农村地区带去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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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实在太棒了！”
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罗伯特频频翘
着大拇指，他和三十余名同学都是第
一次来中国，第一次体验中式微景观
的制作。

“中式微景观的设计灵感取自中
国传统山水画的写意创作手法。是遵
循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本于自然、高于
自然，小中见大、诗画自然等创作法则
而打造的景观艺术作品。”宁波财经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苔境工作室的师生负
责这次景观制作体验活动的教学。

张宁副教授和工作室的学生一
起，手把手地教外国学生如何往方形
的瓷盆中造景。“这个细石象征江河湖
海，苔藓象征原野绿地，绿植代表树
林，石块代表山峦……”

“洋学生”们学得认真，铺土、栽种
一点也不含糊。在师生们的指导下，
一方方各有意境的微景观在他们手中
诞生。艾瑞斯显然对自己的作品很满
意，拿着手机不停地比心自拍，他管自
己的作品叫“立体的山水画”，“我要把
它发到我的facebook，让我的朋友都
看看。一小时的体验时间太短了，勾
起了我强烈的探知欲，中国传统文化
太神奇了！”

据了解，该校每年都向国际学生
开放中国传统文化体验项目，曾举办
过太极拳、剪纸、拼布等体验活动，取
得了不错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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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利用“互联网＋”平台，宁波市惠贞书院小学
部和江北区修人学校的学生正在进行异地同步学习。

“是高科技把两所学校的学生联系了在一起，我
们仿佛身在同一个班级。”惠贞书院的学生说，他们很
喜爱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

修人学校的孩子更是受益良多：“今天这堂课，我
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觉得这样的上课方式很有
趣。”

惠贞书院小学部位于宁波市区，校内信息化设备
先进，师资力量较强大；修人学校坐落于宁波郊区，优
质教师资源缺乏。两校持续开展远距离同步互动教
学，激发了两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已经走出一条切实
可行、低成本、高效益的实现教育均衡的途径。

据悉，江北区早在2015年就已经启动“远距同步”
工程，依托“互联网+”打造空中大课堂。“‘互联网+义
务教育’能有效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不

足，学校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江北区教育局一位负
责人说。

他介绍，在江北区的远距互动教学中，通过“规划
同步、课程同步、活动同步”实现两端学生教学的班班
同步，通过“跨校研修、资源互补、技术流通”实现教师
的同步研修，通过“辐射发展、均衡发展、多元发展”实
现学校间的共同发展。

不久前，在宁海县知恩中学的牵线搭桥下，宁海
县跃龙街道商会、宁海县理想计算机有限公司共出资
50万元，在贵州省晴隆民族中学建立了远程互动教
室。至此，西部学校能够跨越时空制约，共享东部地区
优质的教育资源。

奉化区共有12所学校参与“互联网+义务教育”
结对帮扶项目。且结对帮扶每3年为1轮，一般结对帮
扶时间不少于2轮。目前，已开展线上线下活动20余
次，涉及学科12个，参与师生超过900人次。

5月9日，浙江省召开“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学
校结对帮扶工作动员会暨专项培训视频会议。“互联
网+义务教育”1000所中小学校结对帮扶民生实事被
列入2019年全省教育发展业绩考核重点指标。

我市在“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工
作上先行一步。第一时间出台《关于做好我市“互联
网+义务教育”中小学校结对帮扶民生实事工作的通
知》，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互联网+义务教育”
中小学校结对帮扶民生实事项目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并召开“互联网+义务教育”专题会议，全面部署城乡
学校结对帮扶工作。

“‘远距离同步互动教学’在现代教育技术的支
持下，打破时空界限，师生异地开展同步学习、互动探
讨，真正实现空间、情感同步无障碍学习，从而逐步缩
小城乡差距。”宁波市学校装备管理与电化教育中心
主任夏宏祥主任介绍，接下去，将逐步构建起远距离
互动教学联盟，最大限度地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
作用。 吴彦 叶赛君

这堂课，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201班与15公里外
的横街镇中心小学202班组成了一个班级。桌面上摆
放了姓名牌，孩子们通过屏幕可以看见对方。

区教坛新秀、广济中心小学何帅娜老师担任主
讲，区教坛新秀、横街镇中心小学的谢燕儿老师辅助
教学。

课堂上，何老师不仅关注本校孩子的状态，更时
不时地通过屏幕，和横街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互动，
引导孩子们把知识的“珍珠”串成线。

在另一端的直播教室里，谢老师陪伴着学生一起
聆听，协同教学。两校教师配合默契。

尽管处于不同空间，课堂氛围却很好，大家在你
追我赶中互相启发。

公开课的背后，凝聚了两校教师的心血。课前，
两位老师进行了多次教学研讨，让课程设置符合两校
区孩子的共同需求，两班学生还共享前测单、学习
单。“在我看来，同步课堂也是信息基础背景下教研活
动的新趋势，老师们不出校门就能面对面研讨。”何老
师表示，两校的老师边实践边反思，不断总结、提高。

海曙区通过同步管理、同步备课、同步上课、同步
作业、同步辅导“五同步”探索，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目前，区内9所优质城区中小学校结对帮
扶11所乡村学校，包括区内5所、市内3所、省内3
所。区内结对学校均已开展“同步课堂”。

今年，海曙区将投入500余万元用于同步课堂平
台建设，覆盖108所中小学、乡镇中心幼儿园、部分民
办学校，保证每一对城乡结对学校实现互联互通。

在鄞州实验中学和瞻岐镇中学的“互联网+”结对
帮扶中，鄞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李优治就提
出，教师网络研修是帮扶的重点之一，两校教师将共
同备课、上课、批改作业。

“这次合作将会是学校年轻教师发展的契机，相
信，我们的老师会快速成长。”瞻岐镇中学任才宏校长
说。

据了解，鄞州区共有18所学校列入试点范围。接
下来，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18所学校
推开，逐步探索建立“城乡携手、同步课堂”新型教学
帮扶机制和管理标准。

老师不出校门便能同步研修

优质资源、先进模式飞向农村学校

将构建远距离互动教学联盟

中式微景观
让外国大学生着迷

城乡同步课堂 教师网络研修

互联网+教育
为农村教育发展带去新希望
我市162所学校结对帮扶
受益师生9千余人次

宁波市实验小学和海曙区洞桥中心小学开展远程同步课堂直播宁波市实验小学和海曙区洞桥中心小学开展远程同步课堂直播。。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一方方各有意境的微景观在外国
学生手中诞生。


